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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方
式的改变，相当多的家长对孩子的
压岁钱采取“宽松政策”。孩子的压
岁钱到底该咋花，听听几位家长怎
么说。

● 1号家长：潘先生（38岁）
孩子：女儿（7岁）
压岁钱金额：每年4000元左右
从孩子5岁起，潘先生开始改变

用孩子的压岁钱贴补家用的管理方
式，选择银行推出的压岁钱理财产品，
将孩子的压岁钱存入银行。他计划为
女儿存到她满18岁。

感想：既然是孩子的压岁钱就应
归她所有，等女儿长大后，这笔钱可以
用来给她创业、上学用。

● 2号家长：韩女士（48岁）
孩子：女儿（17岁）
压岁钱金额：每年2000元左右
女儿15岁之前，她的压岁钱全部

用来补贴家用，女儿上高中后，压岁钱
全部由她自己支配。

感想：这样可以锻炼上寄宿学校
的女儿早日学会理财，用自己的钱买
东西，女儿会格外谨慎。当钱有剩余
时，建议女儿把钱存入银行，养成节俭
的好习惯。

理财师：家长的引导很重要
我市某保险公司理财师姚先生表

示，对0岁至12岁的孩子，不建议家长
把压岁钱交由孩子管理，父母可用压
岁钱为孩子购买一些生活和学习上的
必需品，同时也可为其购买一些理财
产品或存入银行，有计划地控制孩子
消费，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

12岁至18岁的孩子，虽已有一定
的理财意识，但逆反心理较重。面对
数额较大的压岁钱，家长的教育及引
导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孩子很可能会
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导致工作后变
成“月光族”。

□见习记者 王雨 文/图

受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
项规定”的影响，岁末年初，本该生意
红火的酒店和庆典行业格外冷清。洛
阳晚报记者走访发现，市区“年会经
济”遭遇寒冬，有的商家已开始“转
型”，改走百姓路线。

近日，洛阳晚报记者来到老城区
东大街，沿街的演出服饰出租店显得
有些冷清。老板冯女士坐在椅子上晒
太阳，神色有些黯然。“太闲了！”冯女
士说，这几天本该是一年中最忙碌的
时候，以前店里四五个人还忙不过来，
现在一个人都闲得慌。近期陆陆续续
有人来租服装，但大多数是老年文艺
演出团体，或是农村的舞狮活动。

市区大多数酒店的日子也不太好
过，这些酒店都将年夜饭、校友聚会、
婚宴等作为业务重点。在涧西区某酒
店的宴会预订中心，该酒店总经理助
理任先生说，截至目前，他们接到的年
会预订数目是个位数，而且都是一些
私营企业，规模很小，流程也很简单。

任先生说，承接各单位的年会曾
经是酒店收入的一个大头，但现在多
数单位都取消了年会，这也使酒店不
得不采取措施，以弥补损失。“以前大
厅里主要是商务型用餐，现在都是散
客用餐。”任先生说，酒店开始转向百
姓路线，通过降低菜价、增加用餐类
型，吸引更多大众消费者。

李先生是一名司仪，往年每到年
末，他都恨不得自己有“分身术”，可是
今年“分身术”用不上了。李先生说，
他平时主要承担一些公司的庆典活
动、晚会及文艺演出的主持工作，往年
年末会有很多单位邀请他主持年会，
但今年他只接到了几个邀请，主要是
私企的年会。

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刘玉来
说，“八项规定”出台后，一些酒店、演
出服饰租赁行业、庆典公司等势必会
受到影响，但是环境的变化是不可控
制的，建议经营者及时调整经营方向，
拓展业务类型，顺应市场需求。刘玉
来举例说，河北一高档酒店将酒店内
的包间打通后变成大厅，“这是为了吸
引更多的普通消费者，也是酒店转型
的一种方法”。

添新衣、购年货、访亲友，网友吐槽“每逢春节被吸金”

春节变“春劫”压岁钱唱“重头戏”
“年会经济”，
今年有点儿冷！
服饰出租愁生意，高档酒店忙“转型”

□记者 付璇 实习生 石梦莎

马年春节临近，有网友晒出一张春节账单，将60后至
90后的春节开销进行了对比。除90后外，各年龄段难逃
的一“劫”就是发压岁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压岁钱
的行情也在不断上涨。

“添新衣、购年货、访亲友……”不少网友在春
节前便发出了“每逢春节被吸金”的感慨。

近日，一名网友在微博上晒出春节账单，其中
70后被认为“最焦虑”，80后被认为“最紧张”，90后
则成为众人眼中“最轻松”的群体。他们不仅花销
少，还有压岁钱可得。

“朋友聚会，孝敬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上
有老下有小，过个春节得上万元的花销。”刘先生
说，70后的他在北京上班，每年春节都要回洛阳和
家人团聚，他觉得网友们对70后过年“最焦虑”的
调侃很贴切。

高二学生小李是90后，春节将至，他满心期
待：“每年过年都能收到压岁钱，还有逐年递增的趋
势，咋会不高兴？”

24岁的小秦参加工作快两年了。他说，几年前自
己还能净赚2000多元压岁钱，可工作后，他开始感受到
角色的转换。“同事的孩子、亲戚的小孩，我都得给压岁
钱，每个红包200元起，过年单是发压岁钱我就要花掉近
2000元。”小秦称，因为参加工作了，他不再收压岁钱，但
从赚到赔的转变还是让他一时有些不太适应。

洛阳晚报记者在与几名已入职场的80后交谈时发
现，他们中不少人已体会到这种角色的转换。不过，对发
压岁钱这一年俗，不少80后有自己的想法。

“她给俺家孩子500元，我再塞给她家孩子500
元，都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把钱‘换来换去’真没意
思。这两年，大家都决定以后不再互相给孩子发压岁
钱了。”吴女士说。

张女士坦言，她和很熟的朋友之间有不成文的
规定，不再给彼此的孩子发压岁钱，有钱要花在刀
刃上，朋友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再给钱。

孩子的压岁钱该怎么花

晒账单：90后成“最轻松”群体

换角色：80后从赚变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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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东大街的演出服饰出租店
生意冷清


